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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路1039弄13天实现100%签约 杨浦提前三年完成小梁薄板改造

用活全过程民主 形成“最优解法”

昨天，长宁区法院民庭举行社区巡回审判

活动，将法庭“搬”到群众身边，在周家桥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审理一起高空抛物侵权案件。

案件原告为高层楼房的一楼住户，自家雨

棚被坠落的花盆砸坏，造成一定物损，但无法

查明是哪户人家所为。他将楼上可能的51家

住户及物业公司均诉至法院，要求共同承担赔

偿责任。庭审时，原告委托代理人表示，自搬

入以来，楼上居民多次往楼下丢弃烟头、吐痰

等，今年4月19日早上9时左右，楼上坠下花

盆，虽未出现人身伤亡，但造成财产损失。

被告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反映，作为物业

企业，己方在入驻小区的同月即2024年1月已

经张贴关于禁止高空抛物的相关海报，在接到

原告的反馈后，在4月22日于小区宣传栏内再

次张贴禁止高空抛物的温馨提示。51家住户

的委托代理人表示，部分居民在事发当时不在

事发场地内，另有部分居民否认花盆为自己抛

掷，并对高空抛物行为深恶痛绝。

最终，被告代表承诺今后杜绝高空抛物，

双方达成和解。庭审结束后，社区居民代表、

小区业委会代表、物业公司代表签署文明公

约，承诺遵守文明公约内容，共建美好家园。

此外，此次案件的审判员还开展法律宣讲，讲

解高空抛物涉及的法律问题，向在座居民科普

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张潇

寻找“中国文化的正解”
“夜光杯”校园行走进杨浦高级中学

长宁区法院将法庭“搬”到群众身边

高空抛物让楼上  户成“被告”

“大家真的读懂了苏东坡吗？《前赤壁赋》

里，苏轼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

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也’，大家怎么理解‘我皆无尽’？”一个问题开启

思考，400人的大礼堂里，学生们抢着话筒接力

抢答分享观点。昨天，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

委、上海市教委指导，新民晚报主办的“夜光

杯”校园行活动走进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华

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

晓明和高中生们交流“中国文化的正解”。

既“成己”，也“成物”
“如何理解《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番讨论后，胡晓明告诉

大家，近代以后，该章只相当于一句“时间过得

真快呀”，是“经典浓度被稀释”，章句的意义世

界显得苍白、单薄，失去了经典的魅力。为何

会产生误读与“稀释”？他解释，20世纪学问

的缺乏、客观了解的不足、时代思想的局限造

成了遗憾，“但现在正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精神

重新正解的时代。一个成熟的现代中国，它

的文明是扎根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里的。”

从苏东坡的词句、论语的章句，再到戏曲

故事，胡晓明通过经典文本带领学生们分析

有关中国经典的误读，指出形成有关中国文

化核心价值的精要的表达——中国文化主张

读书人就是要成为君子，“君子即精英的生

命，是一种有修行、有境界的生命”。

成就君子，自我的修行既包括修身治心，

即“成己”，也包括推己及人，即“成物”。“君子

所‘成’的别人之美好，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美

好。不仅是以文化的方式求得心灵相通，更

是以文化的方式求得心灵相融。”

错过戏曲，便错过“忆”
对中国文化，胡晓明主张客观地了解，对

历史有温情，对文明有敬意，对文化有反思。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客观

的了解和认同，这是令人欣慰的，希望年轻学

子能够如此寻求‘中国文化的正解’。”

许多经典、文本甚至中国传统戏曲，都是

走进中国文化的方式。胡晓明以戏曲举例

说，《白蛇传》中的小青、《西厢记》中的红娘、

《玉簪记》中的老艄公、《赵氏孤儿》中的公孙

杵臼与程婴、《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古代戏曲

极富中国文化的人伦精神、崇高人格的“成

全”精神。“年轻人错过中国戏曲，就是错过一

个‘忆’，一个属于中国的文化记忆。”

领悟“有限与无限”
讲座的尾声，胡晓明教授回到开场时提

出的问题，他分享道：“中国儒道两家都主张，

人虽有限，却可以无限，就看你如何从有限中

发现无限。生命其实并无意义，意义全在于

人的创造与发现。”

“关于有限与无限的分享让我很受启发，”

高一（7）班的郦畑欣觉得尽管高中学习阶段更

感受到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但是如何在枯

燥的生活中寻找精神文化的出口，获得思考

的无限，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高二（6）班的刘雅伦也觉得以“有限与无

限”为切入口，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去看待和评

价身边事、社会热点事，很有启发，也对自己调

整心态、投入学习很有帮助。 本报记者 易蓉

今天上午10时15分，黄兴路1039弄小区

响起了欢乐的鼓声。居民们纷纷从家里走出

来，聚到一起，庆祝杨浦区最后一个小梁薄板

房屋改造项目签约成功。

提前三年完成任务
9月12日，黄兴路1039弄正式启动成套

改造项目签约，首日即以99.55%高比例生

效，并在9月24日实现100%。这标志着杨

浦以满分成绩圆满实现小梁薄板改造收官，

比全市要求提前三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改

造任务。

杨浦区房管局坚持系统集成，推动黄兴

路1039弄实现100%签约。据悉，旧屋拆除

后，原址将新建3栋8至18层现代宜居住宅与

1栋5层社区用房，长期蜗居在这里的449户居

民将告别厨卫合用的老房子，实现幸福安居。

用活这把“金钥匙”
为了让居民最大程度满意，杨浦区以旧

住房成套改造“一部一办多组”三级工作机制

为牵引，统筹各类更新力量同向发力、同题共

答。用活全过程民主这把“金钥匙”，方案通

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向群众公开，方案优化、

签约动员等工作邀请群众参与，最终方案由

群众评判，经过近20稿修改打磨，形成最大程

度满足居民核心需求的“最优解法”。

杨浦区还创新做到跨周期平衡，做好资

源统筹。针对黄兴路1039弄项目改造空间局

促、产权情况复杂、房屋类型多样的难题，提

前谋划布局，将项目安置缺口在2023年度凤

南一村项目增量房屋中进行安置，实现跨周

期安置平衡。同时，全方位提升，实现集成焕

新，把更多功能嵌入公共服务设施，为黄兴路

1039弄小区增设生活服务点、老年活动室、文

化活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的高品质“完整社区”。

此外，聚焦该项目为小区内部分楼栋改

造的实际，在拆除重建方案制定时，同步跨前

考虑存量房屋区域提升方案设计，以“拆除重

建+美丽家园”统筹实施模式，最大程度平衡非

涉改居民利益，以超高“邻聚力”降低“邻避”矛

盾，形成整体焕新、集成提质的共赢局面。

100%背后的“双向奔赴”
值得关注的是，“两旧一村”工作开展以

来，杨浦不断交出人民满意的满分“答卷”。

2023年，邯郸路500弄、524弄项目实现

签约率100%、搬迁率100%，率先走出一条在

上海政策更迭期从传统贴扩建到彻底拆除重

建的独特路径；之后，凤南一村项目又创下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生效后全市最大规

模、最快速度实现征询、签约、搬迁三个100%

的新纪录。今年3月28日，全市首个“原址改

建+协议置换”的内江大板房项目，签约首日即

100%签约生效，首创的“原址回搬+异地置换+

货币补偿”多元安置、“历年增量房源+征收剩

余房源”统筹使用的改造模式，为全市其他高

密度项目提供可复制的经验。紧接着，4月29

日，凤城三村130号甲乙丙丁项目又仅用三天

即完成征询、签约、搬迁三个100%，再次刷新

全市成套改造最快纪录。今天，杨浦又以满分

成绩比全市要求提前三年完成小梁薄板改造

任务，取得了“两旧一村”改造阶段性胜利。

一个个100%的背后，不仅是对杨浦旧住

房成套改造机制的有力检验，更彰显了政府

积极回应百姓安居宜居期盼与居民高度认可

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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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当汉服日渐成为常服之

际，节假日的旅拍主题也愈发丰富

多样、竞争激烈。中秋假日的江南

水乡古镇上，忽然冒出一两位穿戴全

套苗族银饰以及苗族蓝色衣裙的女

士时，确实眼前一亮。当同样穿戴和

打扮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男生也作

如此打扮时，会恍然大悟——哦，这

是旅拍新主题。苗族服饰，确实与江

南古镇的小桥流水形成巨大反差，至

于美不美，人各有爱吧！

以大为美、以重为美的苗族银

饰，确实令旁人不免多看几眼。但

满是乌篷船的小河上，忽然传来阿

拉伯音乐就显得有点匪夷所思。定

睛一看，原来是游船上扮成阿拉伯

舞娘的中国姑娘围着一位“阿拉丁”

手舞足蹈。渐渐地，水乡人群里又

冒出装扮成中东舞娘的素人。看

来，凡是文化特色鲜明的全球各地

民族服饰，都融入了旅拍的范畴。

早在今年五一，泉州簪花就成

为当地旅拍最大亮点——但是当地旅拍很

“专一”，仅有簪花这一种本地“正宗”服饰。

    年起，泉州因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他们在

活态传承非遗项目时，始终围绕海洋文化这

一根脉。因而，泉州满城旅拍皆为簪花，颇能

勾连出泉州的“前世今生”。

长三角十余个江南小镇正联合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大家已在风景上同质化为小桥流水，在

美食上同质化为红烧蹄髈、臭豆腐和粽子，能

否在与游客互动最时尚、最紧密的旅拍上找到

既有历史文脉又不生搬硬套的文化符号呢？


